
2023年 12月，中国社会保
障学会联手腾讯公益慈善基金

会启动“社区慈善实验”。实验项

目秉持互助友爱、增进公益、关

注弱势、共建共享的理念，在全

国范围内选择若干社区作为试

点，以社区枢纽型慈善公益服务

组织为基本依托，通过专家团队

专业支持，建立健全激发内生动

力的社区慈善公益稳定运行机

制，搭建经验交流平台，总结推

广社区慈善健康发展的典型模

式，共促慈善事业和社会治理在

基层有机融合，探索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区慈善发展之路。

项目启动不到一年的时间

里，位于西北地区的甘肃省酒泉

市官北沟社区慈善试点“破沙而

出”，在组织建设、服务开展、资

源协调、物资保障、人才培养、数

字助力、慈善文化、阵地打造等

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培育枢纽型社区公益
服务组织

作为西北地区唯一试点，官

北沟社区率先于 2023 年 11 月
25日举行了“社区慈善实验”试
点项目启动仪式，并在启动仪式

上宣布成立枢纽型社区社会公

益服务组织“祯祥社”、设立官北

沟社区慈善基金。对于“白纸作

画”的试点来说，这些做法不仅

是社区内的一次突破，也是酒泉

市社会领域的一次大胆尝试和

创新实践。

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祯

祥社”因社区慈善实验试点而

生，为官北沟社区发展而战。通

过在实践中摸爬滚打，祯祥社

逐渐探索出了作为社区社会组

织和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任

务清单，更加清晰了自身作为

改善居民福祉、促进社区发展

的助手定位，厘清了“让社区更

加温暖、让幸福更有质感”的组

织使命。

基于野两库冶
践行野以服务促动员冶

从“探根”入手开展社区需

求与资源的摸底调查，建立并动

态管理社区需求信息库、资源

库。一方面，在开展 500余份问
卷调查以及入户访谈的基础上，

形成了需求分析报告，建立了居

民活动群，吸纳居民 1000余人，
包括乒乓球爱好群、假期实践活

动群等；另一方面，分类建立资

源库，现已挖掘、动员社区能人

30余人、爱心商户 20余家、爱心
企业 10 余家、共建单位 10 余
家、社区活跃志愿队 7 支，建立
爱心商户群、社区工作伙伴群

等，且成功帮助社区能人备案社

区社会组织“美育驿站”。

通过服务“培土”。依托枢

纽型组织祯祥社对接需求与资

源，开展服务活动 150 余场，逐
步推动社区慈善活动常态化、

模块化。

一是创立自设项目———“一

起”系列活动。已开展包括“一起

来”之慈善市集、节日主题活动、

义诊等活动；“一起学”之社区慈

善讲堂、应急救护培训、心理直

播课等活动，“一起乐”之“以艺

会友”；“一起赛”之乒乓球比赛、

象棋比赛；“一起走”之公益徒

步；“一起玩”之寒暑假实践课；

“一起乡聚”优秀老乡回社区活

动等。

二是创立自设项目———村

居融合项目。依据社区城乡结合

部的地理位置特点以及居民构

成多样化特点，祯祥社将村居融

合理念贯穿于所有活动策划与

执行之中，动员镇、村、社区各级

资源，激发社区与村镇间的积极

互动，共同打造一个充满活力凝

聚力的社区环境，成功举办了包

括节日主题活动、亲子活动、儿

童研学活动在内的多样化社区

活动。

三是应急救护培训融入“慈

善社区”试点项目。酒泉市红十

字会结合官北沟社区慈善工作

下发《应急救护培训融入“慈善

社区”试点方案》，祯祥社联合酒

泉市红十字会方舟救援队在辖

区内各小区开展“地毯式”的应

急救护培训活动 9 场，吸引了
200余人次的社区居民参与。

四是儿童友好城市建设项

目。官北沟社区“北极星”儿童观

察团是在酒泉市妇女联合会指

导下，将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

融入官北沟社区实际而成立的

一支志愿服务队。“北极星”定期

开展社会参观交流、技能培训、

主题实践、比赛竞赛、直播互动

等活动。

五是“中华文物我宣讲”志

愿服务项目。官北沟社区“听见

历史回声-甘泉青年志愿宣讲
队”与文物保护单位———西汉酒

泉胜迹建立结对服务关系，在社

区、慈善空间等服务阵地，采用

公开演讲、宣讲推介、主题团日

活动等多种形式，面向社区居民

等群体开展文物宣传、文物保护

宣讲活动，成功入选中宣部志愿

服务促进中心、团中央青年志愿

者行动指导中心组织的“中华文

物保护传承”志愿服务项目。

六是国学文化传播项目。祯

祥社联合酒泉市国学协会在官

北沟社区开展国学文化传播项

目。项目建立“国学传播基地”，

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

以文化人，将国学与家风家教工

作紧密结合，融入社区治理之

中，从思想维度滋养居民，激发

社区内在的正能量，促进社区善

意的传播，增强社区成员之间的

凝聚力。

推进五个机制的搭建

官北沟社区慈善注重机制搭

建，除上述社区动员与项目服务

外，还初步搭建起资源协调机制、

物资保障机制、数字助力机制、人

才培养机制、慈善文化机制。

在资源协调机制方面，一是

建立了市、区、街道和社区的项目

沟通协调机制。市级层面成立了

专门工作领导小组，酒泉市民政

局局长和专家团队谢琼教授任双

组长，肃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任

副组长，社区党委主要负责人任

办公室主任。二是积极与酒泉市

红十字会、方舟救援队、蓝天救援

队、酒泉市职业技术学院团委等

沟通衔接，盘活关心社区慈善发

展的各类组织资源。三是建立了

与社区内部社区社会组织、社区

爱心企业、社区爱心商户、社区志

愿者等的资源联动机制。

在物资保障机制方面，在酒

泉市慈善联合总会设立官北沟

社区慈善基金以及三支小额冠

名基金，目前共筹集资金 4.5万
元（到账）。官北沟社区慈善基金

来源包括爱心居民和商户捐助、

公益市集收入、商业+公益回馈、
线上募捐、社会相关人士捐助

等。其中，商业+公益回馈包括
“数字方舟”电商带货每出售一

件物品向社区基金注入一分钱；

社区美育实践驿站每招收一名

新学生向社区基金捐赠五十元；

此外，社区慈善基金在腾讯公益

平台上线项目，并结合“一块走”

的玩法开展线上募捐。通过多种

渠道、多种形式为社区慈善发展

提供物资保障，探索社区慈善可

持续发展机制。

在人才培养机制方面，一是

官北沟社区慈善试点得到中国

社会保障学会专家的支持，开展

了三期“社区慈善讲堂”，邀请来

自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西

北大学等专家教授以及中民社

会捐助发展中心、广州番禺区慈

善会的实务专家为街道和社区

相关人员授课。二是社区两委和

祯祥社成员积极参加中国社会

保障学会组织的社区慈善交流

活动，学习其他试点地区的经验

做法；祯祥社成员还自费前往深

圳、成都，参加社区资源动员暨

互联网筹款工作坊，实地参访学

习了多地社区慈善和社区治理的

经验。三是来自北京和酒泉的本、

硕、博学生参与社区慈善实验实

践，与社区工作者一同自研自修，

在陪伴中相互成长。

在数字助力机制方面，目前，

官北沟社区慈善项目已成功上线

腾讯公益平台，并打通“一块走”

的玩法开展线上募捐。腾讯技术

公益-数字工具箱的部分工具使
用也已融入社区伙伴日常工作。

此外，通过“祯祥社驿”公众号和

“官北沟社区”公众号向社区内外

宣传，已发表试点相关活动文章

62篇，共收获 20000多次阅读量。
在慈善文化机制方面，官北

沟社区慈善主动寻求国学传播项

目落地，推动社区慈善氛围营造。

一是建立“国学传播基地”，将国

学与家风家教工作紧密结合，融

入社区治理之中，从思想上服务

居民。二是通过在人流量大、居民

常去的活动区域进行展板宣传、

标语布置等，在物理环境中营造

社区慈善氛围；通过在社区公众

号开展“社区慈善”专题宣传，更

广泛地传播慈善文化。

打造社区慈善空间

官北沟社区慈善阵地建设也

是社区慈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自社区慈善实验试点开启以

来，社区利用多个公共空间开展

公益慈善服务活动，并专门打造

了国泰家园的社区慈善空间，有

效拓展了居民活动空间。通过祯

祥社的设计与改造，社区慈善空

间能够容纳更多居民参与更多活

动，提高了空间的使用效率和居

民的参与度。空间内部的功能区

域划分明确，如多功能活动区、众

创区、阅读区、共益区等，满足了

不同居民和不同活动的需求，为

居民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

其次，官北沟社区慈善空间

的布置上，注重文化内涵的注入

和环境氛围的营造。通过展示社

区文化、艺术等元素，慈善空间

成为了传播慈善文化的窗口。墙

面上的字画、展示架上的社区故

事、互动区域的设计等，都让居

民们在参与活动的同时，感受到

社区的慈善文化魅力和公益慈

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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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常州地区同样出现了众

多丧葬类善会和善堂。光绪《武进

阳湖县志》记载阳湖县同仁堂：

“在阳湖东直厢直街，嘉庆六年

建，同治五年重建。旧有田屋租捐

钱给贫民殓葬，并总司阳湖城乡

收埋路尸。”武进县旌孝存仁堂：

“在武进旌孝乡隍里镇，同治间

建，有众捐钱给贫民棺殓、掩埋路

尸、义学等用。”依西同仁堂：“在

武进依西乡魏村，嘉庆七年建，同

治间重建。有众捐钱给贫民棺

殓。”据光绪《武进阳湖县志》记

载，除武进、阳湖县城以外，丧葬

类善堂还遍布其所属各乡镇。道

光《续纂宜荆县志》记载当时的宜

兴、荆溪县境内有毓善堂、谓仁

堂、公善堂、从善堂、余善堂、同善

堂、继善堂、敦善堂、同仁堂、四德

堂等，“以上各堂亦每年置棺施众

并请验浮尸路毙给棺殓埋并置义

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清代常

州地区丧葬类慈善机构分布之广

泛。此外，下文提到的清代常州综

合性慈善机构也大多有施棺助葬

的功能。

综合性慈善机构

上文提到的育婴堂主要收

养遗弃婴孩，普济堂主要收养残

疾孤贫，清节堂主要收养抚恤贞

女节妇，丧葬类善堂则主要负责

施棺助葬等，这些具有特定功能

的善堂，我们可以称其为专门性

善堂。相比育婴堂、普济堂、清节

堂等善堂，清代常州地区还有众

多的善会和善堂具有两种或两

种以上的功能，也就是我们通常

所说的综合性善堂。

清代常州地区的综合性善

堂可谓数量众多，且遍布当时常

州府各州县。综合性善堂主要设

立于道光以后的晚清时期，大多

由地方士绅创建，系民捐民办，

但需向官府备案。综合性善堂的

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士绅的捐

助或田地、房屋租息钱等，其功

能可谓多种多样，主要有济贫、

恤嫠、施棺、施药、助葬、惜字、

义塾等。当时的常州府武进县

城内就有寿安堂、怀仁堂、敦仁

堂、存仁堂等善堂，阳湖县城内

也有同善堂、协济堂、永善堂、

济仁堂、体仁堂等善堂，无锡、

金匮、宜兴、荆溪、江阴、靖江等

州县境内也都有数量众多的综

合性善堂。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

上慈善事业发展最为成熟和完

备的时期。相比明代单一的养济

院等官方慈善机构，清代常州地

区慈善事业的发展更为突出，不

但慈善机构的数量和种类远远

超过明代，民间力量的参与程度

也大大超过前代。晚清常州地区

慈善机构的发展更是呈现出由

传统慈善机构向近代慈善机构

转型的特点。明清时期常州地区

慈善事业的发展在整个江南地

区无疑有着相当的代表性，其慈

善机构的发展历程也给当今慈

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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